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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钧对话关伟伟：返夜

来源：逸空间

对谈现场 Conversation site

王彦钧：在展厅里看自己画作的感觉怎么样？

关伟伟：工作室空间有限，只挂三五张看不出整体。画廊空间大、墙面高，挂出来之后整体

的气息从头到尾是贯通的，一年的工作一目了然。离远看，像一张大白纸上甩了很多墨点子，

大大小小、节奏起伏。

王彦钧：你的画是需要去近看，因为画里特别的细微的、带有金属光泽的反光，是要在一些

特定光线的位置下才能看出效果，是一种渐渐显示的显影关系。本次展览的作品顺序，也是

先从先有较多颜色和图案的开始，画面里的色彩和物体逐渐越来越少。你之前的创作也以水

墨、黑白色为主，但会夹杂比较丰富的图像素材，有时也会增加色彩。但这次完全只在纯粹

的黑色底色上创作。

关伟伟：黑色最早应该追溯到我本科做石版画的时候。那时国内技术还没那么成熟，套色石

版画有难度，大部分学生都做黑白的石版画。石版里的黑比较哑光、深沉，迷人。之后我研

究生毕业，开始画水墨的时候，画面依然延续了以黑色为基调。再加上我小时候对黑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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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包括对黑的一种未知和恐惧感掺杂在里面。

王彦钧：你早期的作品里有很多窗户、植物，像是一个城市里忙碌上班的人。之后大量不同

来源的图像在画面中形成拼合、叠加或分层的效果，也是在一种比较紧张的生活状态里产生

的？

关伟伟：我当时画室就是工作的办公室，屋子三面全是墙，就一面特别大的窗户，窗外是几

排密集的大树。城市里大家都在方格子里通过窗户才能看到外面，很压抑。所以环境也会造

成很强的视觉体验和印象。反观我老家山西的农村，有很多山，但农村视野还是很开阔，往

远处可以看数公里。2019 年举办个展之前，我基本上全是黑白的画。之后发现本来周围就

很压抑，天天面对黑色白色，20 年回归到单一状态下什么也不能干的时候，就要更多的颜

色和元素来填充状态。到了 2022 年下半年，又感觉彩色还是一个阶段性的尝试。我们看现

在这个时代，各种综艺、电影、宣传、海报给你的信息很多都是彩色的，甚至是艳丽的纯色。

这些东西冲击力强，对比大，传递的信息记忆才牢。我突然意识到彩色像是一种扩大欲望的

表现，必须在这里停一下。彩色的我就画不下去了，要被它吞噬。没了主动的感觉，再画都

像是拼合图像。

王彦钧：我们每天接受无限的数字图像、视觉刺激和新经验。

关伟伟：作为艺术家，搞出一张画面来搬到画布并不难。最难是打动自己。22 年末到 23 年

初我大概用了好几个月时间，每天把之前没画完的画拿出来看，思考要不要继续。这一系列

作品的出现直接原因是有一张彩色的纸上作品画坏了，没法修改。我索性就用黑色全部涂掉

了，但是之前画的主要轮廓还在纸上，留白的地方和有图像的地方就形成不同色差，有一个

反光层次。这激发了我，就像之前学版画或画水墨时产生的黑色层次。只不过我把图像隐去

或减少，促使思考更多的东西。

王彦钧：但是你也没有回到之前的水墨乃至版画，而是选择用自动铅笔，在一个加工过黑色

底色上面反复描绘，通过细腻渐变的反光去呈现。这样一套方法是怎么慢慢发生的？

关伟伟：我一直都在从事版画工作。版画更多在于中间的过程，它的劳作感全是机械的制作

步骤带来的，少了身体力行的绘画感。我本身不是学水墨出身、没有系统的水墨训练，按照

自己的理解去画水墨久了反而无法体验出那种钝拙劳作感。我就一直缺乏这种身体力行，用

较硬的工具与画布对话，有劳作感、绘画感的东西。想起最原始的时候，我刚开始接触石版、

甚至画素描，一笔一笔拿铅笔画的感觉很传统但很满足。我就索性在黑底上用铅笔画。这种

劳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其实我平时也用木炭画了很多以黑色为基调的素描作品，也是推动

我形成现在这个面貌的一个因素。

王彦钧：所以你决定回到最基本的一种练习方式。保留了制作版画的图层化习惯、光感习惯，

但又想回到一个更质朴、有劳作感的表达动作里。那么你现在画的这些作品中会使用电脑去

调整图像，或者说会直接作为使用图片或者底片来作为参考素材吗？

关伟伟：现在不用。版画里面有一个技法叫照相制版法，制作过程中要用到很多底片用来曝

光，有全色片、红灯片、绿灯片。但是不管什么颜色，在底片成相中全是黑白的。所以我做

版画时就要制作和阅读大量这样的片子，预判印出来的层次感和颜色深浅，正好就是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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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图像的感觉。我已经有大量阅读黑色底片的能力和经验，可以直接把素材在脑子里转化

成黑白效果，而且我很少刻意去用负片效果，还是按照正常的成像方式，创作过程中肯定也

加了一些自己对造型的理解。

王彦钧：乍一看会让人误以为它经过反色，再细看发现并不是。使黑色融入背景的状态让人

有种陌生感，联想到一些感光相片效果。部分作品中，颠倒了画面层次前后的关系，再进行

错位与贯穿。无论画面内容、背景或主题，逐渐减少，甚至很多物体是顶着画布边缘悬浮在

黑色中，没有空间也没有影子。

关伟伟：对，创作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加法到减法的过程，现在的画面想减少叙事的存在，

把自己画的东西，能通过载体直接反映出来就行了。而且我把物体撑到画框边缘，主体以外

背景在画面的关系弱化，画面要呈现的空间也随之弱化。在白纸上塑造一个空间时，要么就

通过虚实，要么通过叠压，或者是近大远小，但是当主体撑满画面时，没有那么多叠加关系

又需要制造空间，就要通过塑造很微妙的色差和误差营造一定的空间感。我想要营造的空间

更多是想象的空间，它不是直接存在却又使人不断有一种触摸的冲动，这种空间是有参与感

的，给观者留有遐想的余地。

王彦钧：如同晚上看东西，只会隐约地识别出局部。但恰恰是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更辽阔

的空间遐想。只有两组作品是物体相对居中的，处理成对的关系，一个是《两盘果实》，另

外一个是《支撑》。在两个物品的背景里面，有类似投影及连线的处理。

关伟伟：对，我在选择物体的时候会主观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弱化。选择两只鞋的时候，我

也是把鞋的主体性弱化，主要呈现支点的作用，也是把常识认为的内容形象传达出的功能性

弱化，只强化自身想要表达的点。

王彦钧：就像你跟我说画面里面出现的植物和鸟，大部分都来自玩具，出没在没有场景的画

面里就变得更加抽离，像是模型。

关伟伟：因为我画那些内容是有生命的东西，但是参考的对象却是我收集的一些人造玩具和

工业产品。我们人类为了满足自己，会把自然中很多东西做成假的，有时仿真到认不出来。

这种“假”东西可能很符合我们为什么要制造一些自然中本来就有的“假物”来关照内心。我以

此开展主观的变形，可能比直接展现原件更有一种反讽的意味。

王彦钧：你的作品里面往往会强化这种不真实，比如简洁的块面、切面，或者不自然的反光

光线。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那张叫做《黑洞》的画。按通常习惯，花朵是一个凸起的圆弧形。

但你用铅笔来描出亮部，留黑的花朵底部反而更像是凹进去的黑洞。前后关系被循环贯穿，

制造了一个克莱因瓶般的拓扑空间。加入的石英砂又制造出一种更加朦胧、迷离的质感。

关伟伟：做版画时更迷恋制作过程带来的愉悦，但时间长了这些动作也会成为一个机械的记

忆，让我乏味和排斥。用石英砂做底是因为我不想画面太平滑，不安全。而粗糙感的扒力更

强，铅笔芯跟粗糙面会形成对抗的力。虽然也会导致铅笔芯因为摩擦容易断裂，但这种持续

断裂的随机性反而调动了情绪和创作欲，引发我去突破之前熟悉的模块、思维惯性或记忆动

作。那张《黑洞》的灵感其实来自那句“望向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望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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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钧：有点像一个人独自走进夜晚的感觉，在一个不可控的、未知的环境里面，但最终你

靠的是自己身体的知觉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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